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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迅速发展、时代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质量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变化状态,生活状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重视。当代快速的生活节奏,进而产生的巨大的就业

压力和工作压力,让人们对于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望能够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善来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加

直接便捷的体会到大自然的气息。而风景园林设计作为生活环境改善不可或缺的环节,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各地域由

于自然条件、人文关系、历史沿革的差异,对于风景园林设计也有不同的手法和要求,本文将围绕地域特征对风景园林设计进

行探究。 

[关键词] 地域特征；风景园林；设计 

 

风景园林设计就作为改善生活环境质量的手段之一而

逐渐被人们熟知。它能够把各地域特征的相关因素有效的结

合在一起,通过把自然因素的有效融合来使得人们固有的生

活环境、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性的提高,并且不同地区间的

风景园林设计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基于不同地域特征的

园林设计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且在园林设计方面存在十分明

显的差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不但呈现出不同地域的地

貌、地理形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面很好

地折射出来。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当中,受到本地区自

然环境、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性的影响,造成当地独具特色

的地理、地形地貌的传统特征在风景园林方面出现了各种奇

怪的面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文风景地域景观。在地域特

征不同的情况下其会给本地的地域情况带来很大的影响,以

地形地貌作为造园的主要载体,将植物材料作为造园的主体

元素,其与地域特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地域条件不同

的情况下会形成不一样的风景园林类型,各个地域的优秀园

林作品都是在尊重地域基址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一片地域的

气候、土质、人、动物、植物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次次事

件凝结为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穿透力的人文精神,一方土地

上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聚集浓缩成地域的风情特色。 

1 对地域自然特征主要内容的研究 

自然因素是人们无法改变的客观性因素,在自然规律作

用影响下,从地球诞生开始便有着不同阶段的变化,从而使

得不同地域呈现出不一样的自然特征。这里所说的自然特征

是指气象气候、植被、水文与大自然生命体的有机综合反映,

是一个系统性的统一整体。 

1.1 气候气象 

大气是处在地球外圈层的,是由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在

整个自然环境当中是 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其在满足地球生

物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大

自然的不断变化,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气象气候特色。 

1.2 地质地貌 

在地域不同的情况下整个地质环境的土壤也是不尽相

同的,从而便会造成不一样的自然景观。这里所说的地貌指

的是地球表面在不同内外力作用下共同形成的地貌形态,地

球表面承受着来自岩浆活动、地壳活动等共同的内力作用,

与此同时承受着气候中流水、冰川、风化等外力的作用,逐

渐形成地球表面类型异常丰富的地貌特征。地质地貌对风景

园林中的植被种植情况可以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1.3 植被 

植被是人居环境中的参与者,是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要

足够重视的一个环境要素。风景园林设计当中,植被是 为

关键的设计对象,是风景园林生态属性的主要呈现因素,是

风景园林设计建设中一个不断变化的因子,为此,风景园林

会受到地域植被的影响度是较大的。 

1.4 水文条件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在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

临水而居是日常中非常多见的一种现象,在我国诸多优秀的

古典园林作品当中,将山水作为自然屏障的规划设计可以说

是很常见的。 

2 风景园林的地域性概述 

景观的地域性呈现出的是本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

亦是某特定区域景观的具体形态、空间组织美学、当地的历

史背景等因素的有效组合。地域性景观在特定区域,因共同

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呈现出一样的风格特征；

不同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的诸因素又使得

景观风格各异,形成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景观形式。由此可

见,景观的地域性本身就是自然、地理、文化、历史、风俗

在某一地区空间形态上的反应。 

景观的地域性涵盖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其强调景观

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的特殊属性；第二,其对城市的文化做

出了具体的强调,指的是特定区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特

殊展现。在地域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形成了不一样的风景园林

类型。各地域的优秀景观作品大都是以尊重本地域特色为核

心的,每一片地域的气候、土质、人、植被及这片土地上发

生着不同的事情,其逐渐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人文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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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土地上人们的情感世界与生活状态

聚集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设计师和业主在全面了解

地域特色的基本前提下设计出优质的景观作品。这些风景园

林景观是属于这一片土地的,呈现出地域的特征、时代的特

征及地域的人文精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量,为此,无论是中

国古典园林或是国外西方园林,都能够在历经上百年的岁月

蹉跎以后魅力依旧,甚至成为后人参观、学生的典范之作。 

3 基于地域特征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3.1 设计规划中的地域自然特征 

气候气象、植被、地质地貌等自然特征并非是单独存在

的,其实生存在自然环境当中的一大重要因素,它们相互间

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程当中,园林设

计师需要对每一项自然特征进行全面性的了解,对风景园林

的使用功能、生态保护功能、艺术价值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按照本地的地形地貌情况来进行设计,不断强化山水等天然

风景和构建风景的完美融合,从而达到园林设计中“相地合

宜,构园得体”的要求,更好的达到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 

3.2 设计规划中的地域人文特征 

尊重并延续本地域的文脉,是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所具

备的主要特征。任何的设计,不管是风格样式有着怎样的风

貌,其本质都是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社会文化大环境下所呈

现出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状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背景和深刻的技术背景。风景园林规划当中地域认为特征对

整个设计规划有着极大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地域人文特征

对风景园林规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遗迹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记载,其真实地反映了人类

历史活动的宝贵印记,是人类的地域特征中 巨大的宝贵财

富,在后人对历史人物、历史活动的不断研究方面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在历史的记载于传承方面所占据的位置也是不可

替代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当中,一定要学会有效地利用历

史遗迹这一系列的因素,可是,在利用历史遗迹相关因素的

时候不可进行随意的更改或者抹杀。譬如：杭州西湖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过程当中,以纯自然的外部景观创造出脱离世俗

的美丽景观,同时在景区中重现历史上的古上香水道、杨公

堤等等,对历史遗迹和原有的风景园林进行了再重现。在今

后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品当中,人文符号这一地域人文特征因

素的融入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风景园

林设计师西湖的西冷印社,西冷印社的设计距离湖面是非常

近的,在这里并不适合进行建筑,可是,如果能够把这里建设

成用于篆刻爱好者聚会的山林别墅,那么,园林的艺术性、实

用性能都会大大提高。在空间比较局限的基本状况下,园林

设计师别出心裁的设计可以说是十分神奇的,可在山石之间

设计出一个亭舍。庭园的整体布局,像极了雕刻中一枚印章,

布局构图又与该处的功用完美融合,庭园的规划布局在开合

有度之中疏密错落的安置景点,使得游览路线也变得顿挫起

伏。园区的石级、门坊、池、桥、洞等景区元素上的题刻生

拙古朴,诚如刻章的 法。将印章这一人文符号完美的融入

园林的设计中,游园犹如在赏印,进园便知金石家的所在,人

文符号在景观环境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 

4 结束语 

风景园林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的实现,是

当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永生追求的目标。基于地域性特征

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永远不可忽略掉的问题。地域特

征无论是在空间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的一

种状态,风景园林设计师需要针对每一个阶段内发生的变化

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以艺术家的身份来设计创造出更为

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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